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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玉山不仅是台球名城，还享有“博士县”的美
誉，800多名博士从这里走出。源远流长的读书之风，吹
拂于书斋，案头那方质地细润的罗纹砚，自唐代以来便
是玉山名产，陪伴着一代代学子成长。

罗纹砚与台球桌，都取材于当地盛产的青石。以石
为媒，文脉绵长的小城唱响现代体育的高歌。当世界
名将在台球桌上击出完美弧线，人们看到的不仅是这
项运动的优雅轨迹，更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
样本。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在自身文化基因、资源禀赋
与时代需求中找到共振点。四川荣县，千年陶艺焕发新
生，土陶文创、研学旅游等开辟多元赛道；湖南浏阳，“花
炮之乡”蹚出特色产业升级新路子，更安全、更环保、更
有创意的产品点亮夜空；山西清徐，围绕陈醋打造产业
链，深挖背后故事，传统酿造飘出文化醇香……

广阔天地，县域经济不断“上新”，带给人们信心与
希望，也用实践沉淀出高质量发展的样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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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石成“金”的启发

“恋综式旅行”、线上打卡、线下社群聚会……你听
说过“轻相亲”吗？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1339名受访者
中，73.9%表示周围有青年尝试过兴趣互动式的“轻相
亲”活动，其中62.2%的受访者认为这种新的形式氛围轻
松，减少了尴尬。

相比传统的相亲流程，“轻相亲”更注重互动性。
比如，许多高校中流行的“一周CP”等线上配对打卡
活动，往往需要双方共同完成一系列任务；读书、美
食、运动等兴趣交友社群本就为同好们提供了轻松自
然的氛围，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并不意外；部分受访者
提到自己期待旅游形式的相亲，认为美景夹杂着矛
盾，最能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线上的恋综和线下的

“王婆”，同样赋予“媒人”这一角色新的含义。丰富
的互动勾勒出立体鲜活的同龄人形象，即便并未走到
最后，也能帮助年轻人拓宽社交范围，培养兴趣爱
好，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当然，“轻相亲”更为自由的匹配机制并不意味着
没有条件和门槛。恰恰相反，由于形式较为丰富、资质
参差不齐，对信息来源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

“爱要有所保留”，超七成受访者提醒，参加相亲活动时
要注意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另一方面，参与者又
希望对方能“开诚布公”“真实交友”，避免落入“爱的陷
阱”。这份矛盾成为主办方的“必答题”：比如，部分线上
交友平台会通过核验信息、关联账号来逐步解锁功能，
部分线下活动则会对参与者的职业、收入、家庭情况等

信息进行预先收集筛选。然而，单靠平台或是活动组织
者，能提供的保障有限，近年来多起信息泄露和“相亲诈
骗”案例，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无论是何种相亲模式，出发点是好的，但也有其局
限性，有时会在年轻人心中留下“疙瘩”。最近，网络社
区中有个名为“纸上谈亲”的小游戏引发讨论，玩法类似
于此前爆火的“人生重开模拟器”，只不过玩家属性变成
了相亲市场中“年龄”“学历”“收入”等标签，而随机的对
象、变动的满意度和压力值、隐藏信息等设置则一定程
度上模拟了相亲的流程。有人因找到了心仪的“对象”
而欣喜，有人模仿自己或是朋友的条件尝试后大呼“破
防”；有人呼吁“在现实中建立一个适龄男女青年的数据
库”，也有人批评“游戏中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标签是一种
恶意”……恋爱虽然自由，但“无往不在比较之中”。要
说完全不考虑条件似乎不太可能，但也应由情感作为

“润滑剂”。
说到底，年轻人面临的恋爱乃至婚姻焦虑是个系统

性的问题，压力不仅源于相亲试错的成本，也有社会观
念、职场生活的影子，让许多人不敢跨出第一步。整治

“天价彩礼”“落后婚俗”等不正之风，家长尊重年轻人自
己的决定，用人单位为年轻人留出“下班谈恋爱”的黄金
时间，落实婚姻消费券、生育补贴、普惠托育等一系列政
策红利……这些努力与“轻相亲”一道，凝聚起解决年轻
人“终身大事”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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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相亲”折射青年情感新需求

日前，武汉马拉松一女选手称被“套牌蹭跑”，已经
向官方举报。

说到套牌，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套牌车。
一些不法分子伪造和非法套取其他正规车辆的号牌，给
公共安全带来了很大隐患。而马拉松“套牌蹭跑”，则是
个别跑者在马拉松比赛中伪造、复制他人的参赛号码布
违规参赛的行为。

“套牌蹭跑”与套牌车一样，危害不小。一是有损赛
事公平公正。正常参赛的跑者需要通过合法途径获得
参赛资格，赛事的组织、补给、完赛礼品等都是按照相应
的报名人员来安排的。“套牌蹭跑”破坏赛事规则和秩
序，占用比赛资源，对其他参赛者并不公平。二是容易
造成安全隐患。马拉松是一项挑战身体极限的运动，一
般的参赛者在报名时必须提供医院的体检报告，这也是
健康完赛的保证。可是，套牌蹭跑者仅凭一张假号码布
就参赛，容易发生危险。此前马拉松赛事中的猝死者
中，就有替跑者。

近年来“马拉松热”在我国持续升温，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2024年，全国共举办路跑赛事671场，参赛人次
约 656 万。从繁华喧嚣的一线城市，到宁静古朴的小
城，都纷纷投身马拉松热潮之中。优质的赛事，固然可
以吸引数万外地跑者，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
费，成为展示城市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历史底蕴以及
经济实力的名片。可是，细节决定成败，赛事组织上的
小疏忽也可能成为浇灭炉火的凉水，千万别让“套牌蹭
跑”这粒老鼠屎破坏了马拉松健康发展的“一锅汤”。

替跑和蹭跑在全世界的马拉松比赛中均有发生，虽
然通过技术手段能够达到一定甄别防范作用，但几万人
分布在40多公里的赛道上比赛，想要根本杜绝难度很
大。这个时候，跑者的自律和素养就更为重要。目前不
少跑友对于“套牌蹭跑”不以为然，觉得就是跑个步，也
不捣乱，并没有严肃看待这种违规行为。因此，治理“套
牌蹭跑”，除了主办方加大技术投入，加强管理与处罚力
度之外，还需要参赛者不断提升文明参赛意识，尊重规
则守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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